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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历史》
作者:易小荷 曲飞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10月
定价：48.00
推荐理由：
司马光与王安石失败的教训是什么？雍正真的杀了自己

的儿子吗？超级间谍宇文虚中为何会穷途末路？

如何正确地评价魏忠贤？南明政权为什么扛不住？冯道

成功学的精髓是什么？汉奸吴三桂有哪些委屈？

历史的真相不在纸面上，而在背后的逻辑中。历史不是

一堆堆热热闹闹的故事，而是一条条逻辑清晰的故事链条。

正如李敖所说，王安石确实是一个大丈夫，可王安石充满正义

感的变法为什么会失败呢？妇孺皆知的汉奸吴三桂，是否也

许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不可饶恕呢？遗臭万年的篡汉者王

莽，真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吗？还有呕心沥血也挽救不了政权的崇祯……

历史是有温度的、有趣的，它有点有面，有悲壮也有振奋，有迫不得已，更有意想不到。本书甄

选大量有品、有趣、有料的历史侧面，希望为读者带来新鲜的内容、不同的思考角度，以及全新的阅

读体验。

《好好说话2：简单有效的高情商沟通术》
作者:马薇薇、黄执中、周玄毅、邱晨、胡渐彪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时间:2018年09月
定价：55.00
推荐理由：
这是一本可以给你带来成长和改变的书。

人要说话，因为人想接触人，想认识人，想关心人，想改

变人。这是说话的本质，也是人与人之间的本质。我们希

望，当你看过本书后，无论遇到任何困难，无论问题大小，无

论身在何处，只要你渴望表达，想借助沟通传递情感，化解矛

盾和尴尬，都可以随时拿起它，或想起书中的只言片语。

所以，在阅读《好好说话 2》之前，有几件事我们希望你了

解。

第一，《好好说话 1》出版之后，我们收到了很多读者来

信。他们不只向我们请教说话技巧，更会把生活中的困惑、

问题和我们分享。我们发现：虽然读者的提问有的靠谱有的

不靠谱，但就算问题是假的，问题背后的痛苦却是真的。他

们愿意把痛苦说给我们听，这份信任，是我们做第二季的底

气。

第二，区别于学校的教学逻辑，我们希望打造一本实用逻辑的书。从实际需求出发，针对你可

能遇到的说话难题，提供行之有效的可靠方法。可复用的理论，可迁移的场景，可模仿的话术；从家

庭到职场，从情感到人际，从理论到生活。教你在短时间内，解决痛的难题。

第三，这是一本只有六个关键词，却有无数种打开方式的书。它是一本实用手册，也是一本词

典，你可以从头读到尾，也可以带着困惑，翻看相应章节。总之，我们希望它好学，好用。我们在书

中列举了许多常见的表达误区，也就是“常见的说法”，同时也给出了“更好的说法”。两相比较，怎

么说更好，一目了然。在依样照做的过程中积累心得体会，触类旁通，成为高手，这就是《好好说话》

的实用逻辑。

路来森
在《阅读蒙田，是为了生活》一书

中，莎拉·贝克韦尔这样写道：“本书

谈论蒙田这个人与其作品；本书也讨

论蒙田举办的这场漫长的宴会——

四百三十年来不断累积的公共的与

私人的对话。”

这段话，实则阐明了本书三方面

的内容：蒙田的生活、蒙田的作品、蒙

田及其作品对后世的影响，或者说后

代人对蒙田的评价和研究。

而呈现在书中的，具体的阐述顺

序则是：“一开始，本书会比较仔细地

讨论蒙田其人：生平、人格与文学事

业。然后，本书将转而深入探讨蒙田

的作品与他的读者，并且一路延伸到

晚近的时期。”具体的表达方式，则采

用了“问答式”。“提问”，是作者的提

问；“回答”，则是“采用某些趣闻轶

事；这些插曲或主曲出自蒙田的生

平，或取材于他的读者”。

这一点，就为读者阅读该书，提

供了一个明确的阅读思路。

关于蒙田的“生活”，莎拉·贝克

韦尔在书中详细叙述了蒙田的出身

和家庭背景，蒙田的求学过程和读书

情况，蒙田的宗教和哲学信仰，蒙田

的政治生涯，还有蒙田的意大利旅游

等诸多方面。而这一切，都是奠定在

广阔的政治背景之下的（即十六世纪

法国的宗教斗争），其聚焦点，则是集

中表现在蒙田的性格特征上，或者

说，聚焦在塑造蒙田伟大的“人格”

上。

蒙田的性格：首先是崇尚独立和

自由。蒙田有一句名言：“在店铺后

面，保留一个私人房间。”他使用这样

一个比喻，来强调“独立和自由”的必

要性。其次是“平凡和稳健”。蒙田

出身于贵族，自始至终过着贵族生

活，但他却始终以“平凡”要求自己，

那么，何为“平凡”？“平凡”就是接受

自己与他人相同这一事实，以及接受

自己彻头彻尾是一个“人”。换句话

说，就是不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而

是作为“一般人”，与人“自在地相

处”。可以说，身为贵族，蒙田有着这

样的平民思想，即彰显出他人格方面

的伟大。因为具备这样的人格思想，

所以，他就性情坦率，善于与人交往；

同时又痛恨残忍，主张万物平等。再

则，蒙田性格中还有一种“缓慢”的特

质，而正是这一特质，构成了他“稳

健”性格的基础。

蒙田的作品，主要是指《蒙田随

笔集》。在《阅读蒙田，是为了生活》

一书中，莎拉·贝克韦尔重点解读了

《蒙田随笔》的写作视角和写作方法。

写作视角，蒙田采用的是“批判

性的自我省察”。即通过考察、反省

自身，来进行写作。在《随笔集》第一

版中，蒙田这样写道：“我把目光转而

向内，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每个人都

看向自己眼前的事物；至于我，则看

向自己的内心。”他也正是通过这样

一种视角，来实现他的写作目的的：

以文字描述自己，创造出一面镜子，

旁人可以借由这面镜子，看出自己的

人性。

写作方法。莎拉·贝克韦尔认

为，从总体上来看，蒙田采用的是“意

识流”的写法（尽管，蒙田生活的十六

世纪，“意识流”这一概念还没有出

现。“意识流”一词，最早是由心理学

家威廉·詹姆斯，于 1890年创造出来

的），不过，蒙田的“流”，并非是顺畅

的“流”，而是经常“旁逸斜出”：《随笔

集》典型的描述是一连串迂回，转折

与歧出；蒙田绝大多数的想法是由一

连串的领悟构成，往往结论刚出来，

马上就被推翻。鉴于此，在结构上，就难

免“混乱失序”，连蒙田自己，都形容他的

《随笔集》是“荒诞不经”的，如同“怪物的

躯体……没有确定的形状，没有次序、先

后或比例，一切纯粹出于偶然”。

可以说，莎拉·贝克韦尔对《蒙田随

笔集》写作方法的解读，为今日之读者阅

读蒙田作品，提供了一定的方法论上的

指导。

像所有的作家或者哲学家一样，蒙

田及其作品，对后世的影响也是纷繁而

复杂的。有赞成、崇拜者，也有强烈反对

者；很多情况下，甚至于，为时代政治所

需，而得到“异样”的解读。这一切，莎

拉·贝克韦尔在书中，都进行了详细的分

析。

不过，可以形成基本共识的一点是：

大家都认为蒙田的哲学，是典型的“生活

哲学”。因此，莎拉·贝克韦尔才说“阅读

蒙田，是为了生活”。对于生活迷茫的人

来说，阅读蒙田，则可以“找回对生命的

热爱”。

找回对生命的热爱
——读莎拉·贝克韦尔《阅读蒙田，是为了生活》

傅珠秀
秦始皇，在我原来印象中，是一

个残暴的君主，大兴徭役、性情暴虐、

骄奢靡丽，这也是大多数人心目中的

秦始皇的形象。并一直认为，正是秦

始皇实行严刑峻法、大兴土木才导致

民怨民愤——以致秦帝国灭亡。

一个偶然，打开了中央台的社会

与法频道，看到正在播放西北大学教

授、二级考古学家段清波讲《秦陵

——尘封的帝国》有关项羽是否真的

火烧阿房宫之史实，顿觉耳目一新，

颠覆了自己对此段历史事件的原有

认识，为此迫切地想了解真实的秦帝

国与秦始皇到底是怎么样的，于是委

托三味书店购买了《秦陵——尘封的

帝国》。

《秦陵——尘封的帝国》是段清

波教授根据在中央台的《法律讲堂》

讲座内容编著而成。段清波在 1998
年—2008年，任秦始皇陵考古队长，

主持秦陵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

发表关于秦陵考古的论文 30余篇，

主编《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三

部。《秦陵——尘封的帝国》一书今年

上半年刚出版，共分十九讲，每一讲

根据史料记载与考古发掘提出一些

问题并加以研究。书中对考古勘探

过程中的每一处陪葬坑的发现、每一

个文物的出土都进行了详细的深入

的研究，从而解开一个个历史谜团。

如为什么要建骊山陵墓、陵墓规模到

底有多大、封土有多高？为什么有那

么多的陪葬坑？封土之下为什么有

帝国的版图？阿房宫是否真的建成

等等，每一个历史之谜都以考古勘探

中找到的事实作为依据，通过进一步

的研究做出符合历史事实的说明与

论证。同时解释史料记载为什么与

史实有出入之原因，一个个历史之谜

得以解开，大量的历史事件有了新的

注解。书中对曾是虎狼之师的二十

万秦军为什么会被项羽坑杀？秦帝

国陨落的真正原因是什么？秦始皇

是否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秦律真

的是否很严苛？秦始皇为什么会被

妖魔化等历史事件，提出了不同的看

法。通过对秦陵的深入勘探与考古

调研分析，认为一些史书所记载的有

关对秦始皇的评价并不客观，有点妖

魔化，并深刻分析了妖魔秦始皇的历

史原因。

全书语言深入浅出，证据详尽合

理，分析有根有据。在阅读过程中，

每获得一个新的历史知识点，心里就

会感到非常开心；每看到一个早已定

论的史实被推翻，会深感自己历史知

识的欠缺。如有关阿房宫之记载，唐

代诗人杜牧写过一首大家共知的《阿

房宫赋》，此赋也曾被列入中学语文

教科书中。文中描绘的阿房宫极尽

奢靡，但秦末战火纷飞时，被项羽的

一把大火烧了整整三个月，让世人既

痛恨秦始皇的生活奢侈，又遗憾这么

壮丽奢华的宫殿被毁。但考古勘探

却意外呈现了与历史中记载截然不

同的结论：阿房宫并未真正建成，当

年仅仅是做了夯土基础，恢弘的阿房

宫从没存在过，项羽火烧阿房宫也只

是一个传说。阅读此书，能让人了解

很多真实的历史，增加很多历史知

识；能让人们明白史书所记载的某些

历史并非都是真实的，只是出于各种

各样的原因，使一些史实记录存在一

些差错。通读完全书，呈现在人们眼

前的已是一个崭新的秦始皇形象，也

能让人深入了解秦朝灭亡的历史原

因，从而以史为鉴，吸取教训。

秦始皇是中国第一个建立帝制

王朝的皇帝，他在位 37年，但他统一

六国当皇帝也就十年。这十年间，他

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创造出大一

统的理念；以完备的法治建立了一系

列当时世界上最有效的社会治理体

系，创建了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郡县

制，由此奠定了两千余年政治制度的

基本格局。但秦始皇建立秦帝国后，

修长城、辟秦直道、筑阿房宫、建骊山

陵，用兵匈奴、百越，让人感觉他完全是一

个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皇帝，因此好多

史书评价秦朝如此短暂，都认为与其骄

奢、残暴密切相关。

其实细读《秦陵——尘封的帝国》一

书，不难发现，秦始皇是一个勤政的人，而

且敢于打破常规，在位 37年，完成了秦国

从方国、王国再到帝国的转变。特别是当

上皇帝后更是勤劳，每天要批阅大约 60
斤重的书籍或奏折，不读完不休息。他的

勤奋、他的魄力，使帝国在短短的十个年

头里，完成了一系列的统一和改革举措，

很快走向大治。他更是马不停蹄地巡视

天下，以巩固国家的统一，加强边防建设，

直至在第五次巡视中，半途因病去世。他

迫不及待地想改变国家的面貌、盼望自己

的千秋基业能够永固，在其执政后期，不

惜以举国之力，大搞国防建设、土木工

程。他也不甘心离开亲手缔造的帝国以

及尘世间的荣华富贵，因此还在其位时就

开始建造骊山陵墓，在地下造了一个与其

世间一样的帝国版图并放入了丰盛财

物。但他的万世帝国梦终伴随着他的突

然离世成了泡影。

透过千年迷雾
——我读《秦陵——尘封的帝国》

《与狂风一起旅行》

面值：影评是对一部电影的导演、演员、剧

情、线索等进行分析和评论，解释影片中所表达

的主题，影响观众对影片的理解和鉴赏。有些

电影之所以成为经典，不仅仅因为高超的拍摄

技巧和电影里的唯美画面，更多的是电影带给

人们的感动。好的影评者可以找出影评中的亮

点和新颖之处，带人们走进电影，触碰电影的灵

魂。

永远的经典：作者辛泊平首先是一个诗人，

之后才是一个影评人，他的语言质地纯正，情感

热忱而亲切。他有自己的审美选择，不会顺大

流或者迎合流行的东西。他总能在电影里看出

有价值的东西，能挖出电影中的精神和深度。

他会在关注故事的艺术和感动时不经意间抛出

自己的想法。

车站：作者作为一个影评人，不仅从影片的

故事情节、表现形式等方面去点评，他也会就演

员的表演进行说明。他认为有些电影的成功，

有很大一部分取决于演员的表演。《雨人》中的

达斯汀·霍夫曼和汤姆·克鲁斯，《旅行者》中的

薛景求，《失孤》中的刘德华，等等，这些都是给

影片带来灵魂的演员，他们不管演什么，都能全

心投入，把自己变成剧中的角色。他们的演技

不露痕迹，对故事有定海神针似的把控。是他

们成就了一部好电影。

《怎样看一部电影》

《三味书讯》由三味书店提供

缤纷世界：以“两性关系”为主题的小说精

选集《与狂风一起旅行》，收录了薛忆沩不同时

期的代表作。这些各具特色的作品足以呈现其

小说创作的基本美学特征，同时又蕴含着文学

认知的丰富性和可能性。其独特之处在于它们

都充满着忧郁和忧伤的气质，“这是孤独本身的

气质。这是与孤独唇齿相依的爱情本身的气

质。”这句薛忆沩评价马尔克斯作品的话也适合

用来评价他自己的作品。

爱情角落：这部兼具激情与深情、智性与感

性的诗化小说，写尽了爱情的美好以及由之而

来的孤独。在小说叙事幻灭与宿命的底色中，

间杂着对战争初始本性的反思，对卑微个体注

定失败的同情，以及对充满悖论的“天堂”的反

讽，而字里行间又弥漫着惘然、无奈、恐惧、绝

望、凄凉、不舍……一个孤苦的灵魂诉说了一种

普遍的人生困境。

花和尚：在这些小说中，薛忆沩写出了一种

比爱情和死亡更为持久与永恒的孤独，一种所

有人都深陷其中的孤独。他们都需要一双援手

来引导内心焦虑的出路，都需要一束光线照亮

感情深处的茫然。它们本质上都是关于生命的

悲剧，都表现了孤独的最终形式，就是与自己的

死亡相遇。


